
备受消费者关注的车险改革正式启动。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2015年以来实施的商业车险费率改革不同，本次改革定位为
综合改革，覆盖交强险、商业车险两大险种，将推出一揽子有力
的改革措施。

那么，车险综合改革将怎么改？如何影响广大车主的切身
利益？保费是涨还是降？

车主为爱车投保时都知道，车
险分为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交强险
是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
制度，车辆上路前必须缴纳；商业车
险则细分为主险、附加险，其中主险
包 含 第 三 者 责 任 险（简 称“ 三 责
险”）、车损险等项目。

大多数车主关心的是，这次车
险综合改革之后，保险费用会不会
下降？保险服务会不会更好？《指
导意见》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改革
落地后，消费者在保险责任扩大、
保障金额提升的情况下，保费支出
还 将 明 显 减 少 ，成 为 最 大 的 受 益
者。

交强险将在改革后迎来重大变
化。《指导意见》提出，提升交强险保
障 水 平 ，将 总 责 任 限 额 从 目 前 的
12.2 万元提高到 20 万元。其中，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从 11 万元提高到
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 1 万
元提高到 1.8 万元。无责任赔偿限
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在保障

“加量”的同时，交强险保费将进一
步优惠。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
系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浮动比
率中的上限保持 30%不变，下浮则
由原来最低的-30%扩大到-50%。
这意味着，未发生赔付消费者的费
率优惠幅度进一步提高。以 6座以
下家庭用小汽车为例，交强险基本
保费为 950 元，目前行业规定最高
打 7 折，改革后最高或打 5 折，可减
少支出 190元。

商业车险将迎来大调整。
《指导意见》提出，支持行业将

示 范 产 品 三 责 险 责 任 限 额 从 5 万
元-500 万元档次提升到 10 万元-

1000 万元档次，更好发挥经济补偿
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

同时，改革将进一步理顺商业
车险主险和附加险责任。具体来
讲，车损险主险条款增加 7 个方面
的保险责任，分别是机动车全车盗
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
水、不计免赔率、指定修理厂、无法
找到第三方特约等，并支持行业开
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
任险等附加险产品。记者了解到，
一直以来，这 7 项保险责任分属 7
个附加险。消费者只能投保相应
的附加险才能获得对应保障。《指
导 意 见》将 附 加 险 放 进 车 损 险 条
款 ，将 大 大 拓 展 车 损 险 的 保 障 范
围。消费者今后遇到发动机涉水、
玻璃单独破碎等情况，处理起来会
更加简单。

改革聚焦
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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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次改革影响，车险市场也
将出现新的变化。

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次改
革后，商业车险基准保费价格将大
幅下降，预计消费者的实际签单保
费也将明显下降，行业整体保费规
模可能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体现了
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精神。同
时，随着市场化竞争的推进，“强者
恒强”现象日益明显，预计改革后市
场主体将加剧分化，有些竞争力不
强的中小公司经营会更加困难。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倒逼中小
险企从“价格战”中走出来，深化产
品创新，开辟竞争新赛道，打造核心
竞争力。

事实上，《指导意见》通过相应
支持政策，给企业创新发展留出了
空间。比如，商业车险示范产品的
准入方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支
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
专业化、特色化的创新产品。特别
是适应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等新
形势，《指导意见》提出，支持行业制
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
动车延长保修险示范条款，探索在
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
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UBI）等创
新产品，制定包括代送检、道路救
援、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车险增值
服务险的示范条款。

省城一家险企负责人表示，《指

导意见》鼓励产品创新，为中小险企
创造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应该围绕
人和车，依托新技术开发更多满足
客户多层次需求的保险产品，提供
更具特色的保险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明
确，防范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保
护车险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禁止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编
造误导性信息等扰乱车险市场秩序
的行为。对车辆销售渠道、网络信
息平台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破坏公
平竞争、损害车险消费者权益的行
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张巨峰）
据《山西日报》

车险是与老百姓接触最广的保险产品之一，
涉及千家万户的安全出行。同时，车险长期以来
是财产险公司的主要险种。2019 年，全国车险保
费收入 8189 亿元，占整个财产险保费的 63%。也
就是说，财产险公司 63%的保费来源于汽车保险。

记者了解到，实施这一轮车险综合改革，与车
险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密切相关。

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
车险保障需要与车险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消费者对车险服务仍有诟病。例如，车险市场的
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序、数据失真
等问题相互交织、由来已久。需要通过综合性的
改革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同
时，从更深层次来看，车险市场需要健全以市场为
导向、以风险为基础的车险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推
进车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指导意见》来看，这次车险综合改革的广
度、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范围涉及交强险和
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产品和服务、传统车险和
新能源车险、市场和监管、车险供给者和中介渠道
等多个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改革明确将“保护消费者
权益”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改革直击当前
车险市场的高定价、高手续费、服务争议等问题，
将“降价、增保、提质”确定为阶段性目标。据银保
监会数据，改革后的车险预定附加费用率将从

35％下降至 25%，其中手续费水平将得到明
显压缩，车险整体赔付率预计将从 60％提
升至 75％左右。预计改革实施后，短期内
对所有消费者可做到“三个基本”——“价格
基本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不减，服
务基本上只优不差”。

车险综合改革来了
保费有啥变化？


